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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传统庙会作为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公共型文化活动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传统庙会

的复兴不仅重构了民众的信仰生活空间，也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情境与时空。活跃于绍兴会

稽山区的舜王庙会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庙宇群落、会社组织、群体心理认同，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

其极具向心性的稳定空间形态。从空间的地理承载、基本结构和公共精神3个维度人手，对舜王庙会历史形

成的传统空间结构进行剖析，通过梳理基本特征讨论现代转型，以实现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的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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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A Case Study of Worship of Shun in Shao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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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s rural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

full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recent years．The renaissance of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not only helps to reconstruct the belief space but also provide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with specific context，among which the Shun temple fair in Shaoxing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Temples，mass organizations and group cultural spirit identity on affection and

belief of local people，the three parts comprise a stable public space which is full of centripetal

force．From th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carrier，space structure and public spirit，it expresses the

idea of public space in sense of modem Sociology and fulfills the idea of protecting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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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是一种围绕着神灵祭祀而展开的群体性、周 市、传说故事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综合体。

期性民俗事象。它在一定的地域内发生，由特定的人

群组织，并具有很强的传承陛。庙会的习惯称呼也很

多，或称庙市、香市、香会、神会等等。与纯粹的宗

教祭祀仪式不同，庙会是社群民众公共生活的中心，

它是庙宇建筑、神灵信仰、仪式、文艺表演、商贸集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

各地的民间庙会活动也逐步恢复，并且有日益壮大的

势头。在各地的实践中，传统庙会活动经常被打造成

地方性文化节等公共文化活动，从而受到各方面的关

注。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和表达形式，传统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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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或者断裂，而是不

断延展的生活空间中的连续平面。因而增强其文化辐

射力和影响力，是当下寻求民族文化延续，保护地域

文化特殊性的必由之路。将具有民众基础、地域特

色、符合当地民众审美习惯的传统庙会纳入乡村公

共文化空间建设，推动具有特色的美丽乡村发展，

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民众和文化工作者的认同。

传统庙会，特别是区域型庙会的复兴，不仅重

构了民众的信仰生活空间，也为乡村文化融入现代

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和

空间。本文以活跃在绍兴会稽山区的舜王庙会为

个案，讨论以传统庙会为中心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

的基本特征、构成要素以及其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

挑战。

1公共文化空间的三个维度

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北部平原南部，这里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镇

山之～，被称为“南镇”。这一带山林茂密、雨水

充沛、气候宜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山区交

通不便，村落分布比较零落，经贸商业活动不甚发

达，生活比较闭塞。然而神灵信仰却+分普及，舜

则是这一带民众共同供奉的神灵。传说舜曾巡守会

稽山，出于对他的德行与造福一方功绩的敬仰，当

地民众就把他神化了。有了关于舜的种种神灵传

说，并在会稽山区建起了一座座舜王庙，用来祭祀

舜王，其中最大一座就在双溪江舜王山上。信奉舜

王的民众在这里朝山进香、举办巡会，历时近百

年，形成了稳定的村落联合型公共文化空间。

公共空间，是现代社会学较为关注的话题之

一，大批思想家投身其中，哈贝马斯无疑是最具典

型性的代表。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空间是公共领

域的载体，公其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和国家所无法

触及的(私人)社会之间的空间，资产阶级所代表

的市民阶层可以自由地、集体地参与公共事务，形

成近似于社会舆论的一致的思想，从而维护总体阶

层的共同福祉。他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提出在政治

性权利之外，建立一个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

与政治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政治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后者所说的公共空间主要指

的是入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而形成的平等对话、

共同参与的政治空间。

中世纪的城镇广场是其典型的代表，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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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后的沙龙、咖啡馆等聚会场所亦可纳入其中。

作为西方政治社会学概念的公共空间，其内涵和外

延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村镇地域范围

内的公共空间，但它提供了3个基本的视角：空间

载体、人际交往和公共精神。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公共空间的

讨论多集中在城市，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公共

空间的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

领域学者的兴趣。社会学者特别强调特定空间内的

社会组织与公共精神的培育。村落公共空间被定义

为“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

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

交往结构方式”121。村落公其空间，首先是一个公

共场所，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并进行思想交流，其次

是空间内要存在稳定的社会组织以及相关活动形

式， “体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

反映出当今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多元化的公众自觉精

神”【3】。由此寺庙、祠堂等被认为是典型的村落公

共空间，其中一大批习俗、歌舞表演、手工艺、曲

艺、仪式活动等丰富的民间文化积累，则成为目前

乡村文化开发的重要资源。

人类学民俗学者常常用“祭祀圈”和“信仰

圈”之类的术语来描述与庙会活动相关的地域和组

织。总的来说，二者都以祭祀神灵和庙宇为经线，

研究者一般以信仰组织为纬线，通过仪式活动沟通

经纬，展开共时性的人群与地域研究，从而在社会

发展史的脉络上，探索此类信仰共同体形成和存在

的意义。解释历史何以造就现实。

另一些学者则从庙会活动与基层社会空间的

关系人手，研究建立在血缘或者地缘关系上的信仰

组织，是如何通过庙会相互交往，进而影响村落生

活秩序的【4】。而那些有关灵迹的传说暗含了民众对

自身生活空间的想象与建构，是他们对村落历史群

体性记忆的叙事性代表【5】。庙会不仅仅是信仰与祭

祀，它还具有地域经济、公共娱乐、社会交往等方

面的作用，对当地民众群体意识的构建和强化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不论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

还是当下活跃着的社会文化事象，庙会空间的研究

都需要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学研究图景中，梳理传

统，理解当下，契合未来。从此角度出发，本文从空

间的地理承载、基本结构和公共精神3个维度入手，

立足于传承与发展，对舜王庙会历史形成的传统空间

结构进行剖析，通过梳理基本特征讨论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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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个维度的内涵

2．1庙字建筑：空间的地理承载

庙会围绕庙宇开展，庙宇是庙会活动的中心，

有庙才有会。影响较大的区域性神灵在其信仰圈内

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庙宇群，其中历史悠久的大

庙，因其在信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香火最盛兼之

地理交通之便而成为中心庙宇，或者称为总庙。围

绕总庙，周边村落通常建有各自的村庙，供奉主神

的分身或者亲属神，成为下位分香庙宇。总庙与村

庙连接，划定了庙会空间的基本地域边界。

舜王庙会以双溪江舜王庙为中心，辐射周边

十几个村落。从地理位置上看，双溪江舜王庙虽然

坐落于会稽山区，但正好处于小舜江水系。小舜江

全长73 km，为曹娥江下游最大支流，旧时是山区

主要的物资运输线。物质在此中转，往东进入曹娥

江，再由大运河运往杭州、上海等地。庙会期间，

往往会吸引远近商贾汇集于此，形成了颇具规模的

临时|生集市。旧时山区比较闭塞，虽然平日里也有

一些货郎挑着担子穿梭于村落之间，村落之间并未

形成集市，因此这里的庙市就格外吸引人。当地有

俗谚： “平水岳庙六月十九箩箪会，双江溪舜王庙

九月廿九缸甏会”，讲的就是庙市上缸甏、陶器等

农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数量多、品种丰富。

关于这座总庙的建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

个传说，说清代咸丰年间，舜王菩萨托梦给当地

一位江湖术士要在此山上建庙。后来当地乡绅便出

资修庙旧n23。伴随着庙宇的建造，当地还流传着不

少有关庙宇建造的灵异传说。这些传说凭借丰富的

叙事形态，以“历史”的姿态为现实的存在提供合

理的解释，并对民众产生心理暗示，强化他们对祖

庙正统性的认可。

以双溪江舜王庙为中心，会稽山区还分布着

不少村落级的庙宇，一村一庙或几村联合建一庙，

供奉舜王以及舜王的亲属神灵。目前尚存的以“舜

王”或者“大舜”命名，直接供奉舜王的村庙大

约有20余座，分布在周边王坛镇、稽东镇、平

水镇、谷来镇、上虞市、福全镇的几十个山村中。

关于这些村庙的起源来历几乎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可考，从相关的传说以及所奉神灵入手，大致可以

分为3类：分身庙、神迹庙和亲属庙。

分身庙，即所祭奉主神的分身神灵的庙。至于

神灵如何分身，当地有“抢菩萨”的故事，说的就

是分别位于湖墩村、塘里村、诸暨枫桥村的3座舜

遗产与保护研究]
Reflearch011Heritag∞andPrmevatjall I
2016年3,q第1卷U2M w1 Nn2 Ma『_2016 all

王庙分身庙的由来。说有一年舜王巡会，因当时主

持仪式的头社迟到而引起了一场争执。结果菩萨被

众人抢夺，湖墩村抢到了菩萨的头，塘里村抢到了

菩萨的一双手，诸暨枫桥人抢了菩萨的内脏，只有

菩萨的正身还留在王坛舜王庙里。人们相信，菩萨

身上的一部分即便离开了菩萨的身体，也具有与菩

萨真身同等的神力。因此这3个村子的人便各自建

了舜王庙，供奉菩萨，3座庙宇也就成了神灵的分

身庙宇，每年要到双溪江来续香火。

神迹庙主要是依据传说中舜在会稽山区活动所

留下的遗迹而建起的庙宇。当地流传着数量庞大的

舜王传说群，形成了一个从出生、接受考验、成为

帝王、最后归葬的完整故事框架，舜王所到之处都

留有遗迹。这些地方的民众往往感其恩德，修建舜

庙。比如上虞冯浦村原有一座“渔浦庙”，当地传说

即为舜捕鱼处；嵊州与绍兴县交界处有谷来村，建有

舜王庙，相传此处为当年舜耕田，天降稻谷地。

亲属庙，主要供奉主神的亲属神灵。据俞日

霞、俞婉君2位学者调查，会稽山区目前仍尚存约

1 0座舜的亲属神庙。所祭神灵主要包括舜母娘娘、

舜的岳父尧、舜的娘舅永兴菩萨和白鹤大帝、舜

的弟弟象，黄帝轩辕氏也因是舜的先祖而得以

立庙受祭一l。

总庙与下位村庙之间主要通过祭祀活动相互

联系。舜王庙会活动分成常规性的朝山进香与不定

期的巡会2种。常规性的朝山进香主要维持日常的

信仰联系，并有寺庙之间相互联络，互通消息的作

用。定期性的庙会热闹得多，若举办巡会则更加隆

重。巡会，又称为迎神赛会，通常指抬着神像按一

定路线巡游，并形成浩大的队伍，其中往往包括各

种民族民间艺术的展演。

主神出巡有固定的路线。但也会根据实际情

况有所调整。通常包括其下位村庙所在的大部分村

落。并以几个规模较大的村庙为落脚点，解决饮食

和休息问题。巡会之际，相应村落需要在村中舜王

庙，或村口交通要道设立“供棚”，备五牲福礼、

香烛供桌，并由专人迎候巡会队伍的到来。队伍到

达后，循例祭拜一番，称为“驻马”。若是队伍越

棚而过，则会被该村视为奇耻大辱，往往因此引起

纠纷。若夜晚神像当晚在村庙中过夜，是夜庙中要

拜忏祭祀，并唱绍兴大戏，而远近村子的男女老少

都会过来凑热闹。

巡会旨在让神灵巡视辖区，宣示主神身份，并

沿途驱鬼除秽、保佑平安，周而复始地加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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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庙宇之间区域共同体的联系。巡会中又有各

类民间艺术表演，俨然是一个移动的文化舞台，

为文化生活相对闭塞的传统山区民众带来极大的精

神享受。

2．2会社组织：空间的基本结构

现代社会中，公共空间相对于私人领域的住

宅、工作等场所而言，具有开放性。社会学意义上

的公共空间可以根据其生理和心理上的可进入性来

判断，即不需要凭借某种身份，个人就可以直接进

入，并形成对集体的认知。公共空间的稳定有赖于

特定地域范围内相对固定的人际交往方式与人群组

织，人们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开展交往活动。从而

获得对整个空间结构的印象。就舜王庙会而言，民

众自发组成的组织称为“会社”。会社是民众参与

庙会活动，进行人际交往的基本组织方式，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模式化的行为方

式，构成空间内部的稳定结构。

会社分为“社”与“会”两级组织单位，它们

因庙而设，既与村落、宗族有着密切关系，又不局

限于此，是一种跨血缘的地域合作性组织。

“社”是掌管庙会事物的常设机构，主要承

担仪式方面的组织工作，比如确定庙会的日期、巡

会的路线、物质供给、村落排序等。在当地，社大

小不一，有一村一社，也有几个村落联合共建一

社。王坛、稽东一带同村一姓或几大姓的情况非常

普遍，比如稽东镇的童家岭村都为李姓，杨宅村多

为杨姓，王坛的坎上村为董姓，肇湖村为张姓，上

王村为王姓等。这些村落入口比较多，宗族势力比

较强，一般可以单独建社，或者成为一社的核心村

落。而附近一些小村落，往往依附于这些大村，与

它们共同结社。

社的领头人被称为“社首”。舜王庙会的社

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举办庙会时主要依靠社首

发起募集资金，因此社首多是由当地有一定社会地

位、经济能力和号召力较强的地乡绅、地主担任。

社首主要承担庙会、巡会的组织、协调以及资金的

募集工作。

“社”将民众划分为一个个单元，同时也象征

着这一带各个村落或者村落联合之间对舜王庙会、

巡会这一信仰象征资源的划分使用。排序和座次直

接关系到不同社民众对这一信仰资源掌控和使用的

优先权问题，排序在前、甚至成为头社的，拥有较

大的话语权。为了避免纠纷以及达到能够获得普遍

认同的公平性，这一带历来采取“神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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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各社社首在舜王神像前抽签决定社的座次。

“会”是庙会组织和表演的基本组织单位，会

的首领称为“会首”。会往往以承担的工作或者表

演的内容来命名，比如负责茶水的称为“茶会”，

舞龙的称为“龙会”，放铳的称为“铳会”，表演

黑白无常的则叫做“太平会”等等，以此类推，不

胜枚举。平时，社与会并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在庙

会期间，髓者才有上下级关系，会必须服从社的

管理。社与下属会一般按照所在村落发生对应关

系。社首的个人威望比较大，会与会之间发生矛

盾，一般都由他出面解决。会要负责村民平时的

排练、置办道具等事务，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在当地，会一般都有财产，比如会田或者会山。由

入会农户按股分配，轮流耕作，轮到的哪户就称为

“当值”。

会与村落并不是严格对应的，会的大小数量和

该村的经济力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一村一

会，也可以一村几会，甚至几个村子合办一个会。

绍兴虞舜文化研究会俞日霞老师曾对这一带解放前

会的情况做过非常详细的调查。据他调查所得的不

完全统计，到解放前夕，共有67个村落参与了会货

的组织工作㈦114。64。这些村落中一村5会以上的有

3个，即王坛镇的上王村、稽东镇的上冯村和车头

村。一村2～3会的有24个村落，集中在王坛、稽东

两镇，其余是一村一会居多。

会的组织除了与村落的经济窦力有关外，还和

庙宇的距离有密切关系。离信仰圈的中心点舜王庙

越近，认同感越强，参与的人数就越多，会货的质

量就越高。联合办会多出现在上虞、嵊县等地。则

说明在信仰圈边缘地区的参与程度远远及不上其中

心地区。在庙会活动中，王坛稽东人常常以主人自

居，而将嵊县、上虞、诸暨来的会称为客人。

会与社是当地民众自发组成的信仰性民间组

织，但它仍是建立在地缘或者血缘关系基础上的，

且基本与村落单元相吻合，传统的社首、会长本身

在家族内或者村落中就具有较高威望。因此，除了

信仰的朴素情感之外，民众对会社组织具有天然的

亲近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会社能够较为稳定存在、

运转的重要原因之一。乡村公共空间是社会组织空

间与地域空间的结合，具有一定边界的地域与稳定

的群体组织以及群体活动，既是传统庙会空间的基

本特征，也是其向现代乡村公共空间转型的基础。

2．3归属意识：空间的内在精神

庙会具有很强的文化整合能力，它所形成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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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个拥有边界和社会群组的实体空间，同时

汇集了庙宇、祭祀仪式、曲艺戏曲、民间手工艺以

及其他诸多带有意识、情感信息的文化符号，以至

于空间本身成为了记忆延续的标志。民众聚集在这

里，因为血缘、地缘的维系，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

传统，沿袭着共同的生活模式。他们祭拜神灵，相

互交往，表达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形成一致的社

会舆论。进而对民众的伦理、价值观产生影响，

形成一种具有规约性的空间向心力。归属感，就是

对空间内基本精神活动和向心力的总体概括，即周

而复始、经年累月，民众由于个人活动、经验积累

和情感意向，对庙会空间所产生的情感依附和价值

认同。

情感依附指的是长期以来，庙会作为一类特

殊的民俗文化事象，在民众意识中所形成的心理印

象与情感指向。绍兴当地俗谚说： “锣鼓响，脚底

痒”，说的就是庙会期间人人都忍不住抛开手中的

忙碌想去凑热闹的心情。 “凑热闹”或者“赶闹

忙”。是民众们参与庙会时的普遍心态。

旧时会稽山区交通闭塞，各个村落之间较为分

散，民众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娱乐活动

相对贫乏，许多民众一生的活动范围也不过方圆数

十里之内。参加巡会或者赶庙会对他们来说是一次

难得的盛事。庙会上，仪式活动，备类民族民间艺

术表演，以及旗幡、服饰，色彩鲜艳、目不暇接，

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内心的情绪冲击，庙

会上极尽欢乐。

这种欢愉、热闹的气氛并不是舜王庙会独有

的，几乎是庙会的共同特征。清代希溥《东关赛会

竹枝词》记录了当时绍兴另一处五猖会的盛况，他

说： “近日传闻哄盛会。备村男女尽欢心。三日前

头早约船，亲邻搭品各欣然。茶烟伙食头家备，随

带身边零用钱。画船衔尾赴东关，先问戏文有几

班。会货游人齐麇集。堪称人海与人山。⋯⋯农

村男女几奔空，各自欢心意气同。政学工商各界

子，成群结队乐融融”[8]215。当时正值清末乱世，

民间赛会依旧看客如潮，游人如织，引得学者不

禁摇头叹息， “如期盛会实惊心，费却劳工多少
△99[81218
j止 。

对庙会空间的情感依附不仅是有别于日常生

活模式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民众心中的世俗欲

望、渴求得以借此宣泄，重拾精神家园的安宁之

感。这些情绪与诉求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浑然一

体。各种代表生命个体基本诉求的利益、伦理观

遗产与保护研究]
融辅岫011№m-g∞州h髑鲫哺峋 I
2016年3月■1卷蕈2期w1 No．2 M*2016 ml

念。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意识，通过肢体、道具、造

型、仪式、唱词等被直白地表现出来，祈求安全、

长寿、发财、做官、避厄等心理交织在一起，这些

观念并没有统一的逻辑或者道德标准，有的甚至互

相矛盾。但这种混乱并不意味着与现实的割裂，

它们都是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道德实践中提炼出来

的，并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逐渐沉淀、积累起来

的。“它们还会被细细切分，组成为数众多，形式

各异的结构性纽带”19】。这些漂浮的“纽带”很多是

观念上的，保留了基本的形态，却失去了彼此之间

的秩序和排列，互相游离，又缠绕在一起，既混乱

又自成一体。这种基于精神共振上的、混乱无序的

诉求。充满着强烈的独一I生或是个体性特征，同时

也将个体与空间牢牢绑缚在一起。

情感依附的更深层次因素在于当地民众共同的

心愿意识，即他们在祭祀活动、相互交往中对彼此

的认同。并由此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说的

共同价值观不同于万物有灵、善恶有报的朴素信仰

心理，更多的是对信仰中所体现的传统伦理观念、

道德操守的认同和遵守。民间信仰在长期的传承发

展中，经过历代王朝的改造，在儒家思想的渗透

下，表现出鲜明的伦理化特征。在以教人行善为宗

旨之下。忠孝仁义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被视为评判

善恶报应的主要标准，绍兴舜王信仰也不例外。

舜的故事早巳家喻户晓，在传统典籍的记载

中，他是仁孝的代表，其孝感动天的故事被列为

二十四孝之首。在会稽山区也流传着不少关于舜的

孝行故事。尽管在那些舜王的故事中有嫁接、附会

的痕迹，但孝行能感动天地、令神明赐福的观念确

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民众心中。也正是因为舜对后

母的极孝，他才能得到神明的眷顾，于极端恶劣的

环境下，平安度过，一次次化险为夷。普通民众也

正是从此类故事与传说中，点点滴滴积累起行孝善

莫大焉的潜在意识与观念。．

孝的价值观不断内化。沉淀为当地普遍认同

的共同行为准则与社会舆论的导向标，能够对民众

的日常生活和言行产生约束。 “它不是靠明确的条

文，而是靠人们习惯心理和群体力量来维系的，具

有一种为例很强的惯性动力”11⋯。传统会社的组织

者多为本地乡绅，他们深受儒学影响，视忠孝仁义

为立身之德、光宗耀祖为己任，他们引导耕读传

家。恪守儒家伦理价值观，为民众做出表率，也影

响着民众一般的价值观。在民众眼中， “孝”就是

对父母好，庙会中从来不乏为父母祈福、还愿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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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评选孝子则成为近年来庙会活动的重头戏。

价值认同促使民众将自身与共同活跃于庙会空

间内的人群共同体联系起来，在与他人的交往、讨

论中发现普遍的共识，并以之为基础设定行为的准

则，对他人的行为与社会关系做出期待。从而产生

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情感的依附则在此基础上不断

强化个体与群体、人与空间之间的联系，对特定空

间的归属感也由此得以不断内化。

3结论与问题

传统庙会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文化空间形态，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典型代

表。从地域上来看，主庙与村庙的联结形成了较

为固定的实体边界；就空间结构而言，通过血缘、

地缘关系缔结的信众组织定期举行仪式、表演等活

动，维系着空间的基本运行；更重要的是，当地民

众对这一特殊文化事象与场所具有的归属意识赋予

了空间特殊的情感指向与群体认同。

以上3点既是历史形成的，又与现代空间观念

不谋而合，因此传统庙会所营造的公共文化空间

既是历史、传统在当下的现实存在，也具有面向未

来的延展性与整合能力。增强传统庙会的文化辐射

力，促使其向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特别是

在城乡一体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将能够发挥其内

在优势服务于当下民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传统庙会空间的现代转型将要面对诸多问题，

就空间结构而言，首先便是传统会社组织的弱化与

开放度的增加。乡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传

统的村落组织以及宗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趋

淡化，凡此种种势必将进一步弱化传统会社组织在地

域社会中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区域睦较大

规模的庙会活动，往往被作为地方文化节等公共文化

旅游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与推广，因此它所面

对的不再是均质而相对固定的“土著”民众，而是来

自临近城市甚至各地的观光客、摄影爱好者、文化研

究者等等。随着地域限制被进一步打破，空间的开放

度大大加强，传统庙会空间内同一性普遍化价值认

同也将面临现代个体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挑战。换言

之，我们将从何种意义上重新定义空间之于现代文化

建设的文化意义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事实上，除去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观念，

传统庙会活动中本身也带有与人为善、和谐人际社

会关系的普世性价值观，特别是它所具有的文化

整合能力与心理调适作用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仍具

有很强的吸引力。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的确丰富多

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形成了另一种文化上的

单调重复和贫乏，现代人同样需要在周而复始的日

常生活之外得到心灵释放的机会，并在追寻如何定

义自身中寻求新的归属意义。传统庙会所营造的文

化空间中充满了各种带有传统意味、地域风格的文

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汇集在一起代表了历史的延

续和现实的存在，从而延伸了现代生活平面，为寻

求归属感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文化生活的选择和可

能。“乡愁”的重构，现代归属意识的重续，将

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将个体的自由意识与传统文化认

同、情感寄托捆绑起来。这也是以传统庙会为代表

的公共文化空间现代转型与重构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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